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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谢
凯伦 赵俊杰） 10 月 31 日，中
国工商银行邵阳洞口高沙支行成
功拦截一起涉案资金，避免了15
万元诈骗资金被非法转移，并协
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月 30 日，中国工商银行
邵阳洞口高沙支行网点接到客
户尹某某电话预约取现 15 万元
现金，该行工作人员在电话中
问其取现用途时，尹某某不愿
透露。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当前
电信诈骗形势严峻，切勿被不
法分子利用，尹某某表示知晓
并挂断电话。

10 月 31 日上午 10 时，尹某
某来到网点办理取现业务，该行
工 作 人 员 发 现 其 卡 内 只 有
150001元，且系统提示资金与账
户活跃度不符，同时通过客户打
印的银行卡流水，发现其卡内近

6 个月无任何交易，仅在29 日有
一笔7万元和一笔8万元分别为
不同公司的进账款。该行工作人
员便向客户核实该笔资金来源及
汇款方关系，尹某某吞吞吐吐，说
不清楚，且不愿配合。

该行工作人员对尹某某此举
心中生疑，当即叫来大堂经理对
其进行安抚。同时，该行网点负
责人立即启动“警银协同”机制，
拨打辖区派出所电话反映该客户
情况并报警，10分钟后高沙派出
所民警赶到网点，将尹某某带走
调查。

经过辖区派出所民警进一步
调查，判断尹某某卡内入账资金
为涉诈资金，民警要求银行立即
采取管控账户措施，保护受害人
资金安全，同时对中国工商银行
邵阳洞口高沙支行此次举动给予
了表扬。

“银警联动”成功拦截涉诈资金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廖
娅娈） 近日，长沙银行邵阳分行
与市发改委举行党建“共联共建”
签约仪式，双方将加强党建方面
的交流合作，推动互惠共赢。

根据签约内容，长沙银行邵
阳分行将从畅通沟通交流渠道、
促进合作和资源共享、提高党组
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等推进党组织
建设，进一步夯实与市发改委银
政“共联共建”基础。活动还邀请
了市委党校老师为大家作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解读，全体党

员开展了专题党课学习。
“本次活动不仅搭建了银政

党建结对的红色桥梁，加深了双
方党员同志的沟通、联系，而且促
进了双方在党建引领下的业务深
度合作，为未来的共赢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长沙银行邵阳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曾晓震表示，将以
此为契机，不断创新和丰富共建
模式，坚持党建赋能，为重点项目
落地提供更加精细化的金融服
务，为推动“共联共建”提供有力
支撑。

“共联共建”为发展赋能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王秀
丽 通讯员 彭飞飞 李涛）
10月30日，在武冈市救助管理站
等多方爱心力量的帮助下，在外
漂泊二十余年的流浪者王某返回
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重庆市涪
陵区百胜镇。

2月6日，该市邓家铺镇的流
浪拾荒者王某被送往武冈市救
助管理站。被发现时，王某蓬头
垢面、衣衫褴褛，且无法提供任
何身份证明。工作人员初步判
断其为精神异常，将其送往医院
接受治疗。

治疗期间，武冈市救助管理
站 并 未 放 弃 对 王 某 身 份 的 追
寻。他们根据王某的口音推断
其来自重庆或四川等地，并利用
微信、网上寻亲等方式寻找其家
乡和亲人。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王某的
神志逐渐恢复，能够模糊地说出

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名。4 月 1
日，武冈市救助管理站在公安机
关的协助下，通过人像比对成功
查询到王某的户籍地址，但发现
其户口已于2018年被注销。

为了找到流浪者的亲人，该
市救助管理站与重庆市涪陵区救
助管理站展开紧密合作。7 月 5
日，涪陵区救助管理站安排工作
人员到流浪者所在的乡镇走访咨
询，但因流浪者外出多年，容貌变
化较大，无法立即确认身份。

经过多方努力，10 月 29 日，
该市救助管理站与邵阳市救助
管理站共同护送流浪者至重庆
市涪陵区救助管理站。10 月 30
日上午，工作人员带领流浪者到
百胜镇寻亲。经过核实确认，王
某终于回到了家乡。在当地镇
政府工作人员和家属的帮助下，
王某成功恢复了户口，并得到了
妥善安置。

多方努力，在外漂泊二十余年的流浪者顺利返乡

温情救助 让爱回家

11月2日，工作人员在绥宁县巫水河清除河面上的垃圾。
近年来，该县强化“河长制”管理，加强县域河道管护，清除河道
垃圾，保护河流生态环境，让水更清、岸更绿、景更美。

张贻华 摄

(上接1版)
当十八洞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解说员指着馆内一台精美

的自助显示器介绍“我们湖南的每一位精准扶贫队员都可以从
这台机器里下载精准扶贫荣誉证书”时，邱少冰情不自禁地停
下脚步。果真，只需输入姓名，自助显示器上就赫然跳出了他本
人的“精准扶贫，时代答卷”第006396号荣誉证书，证书上写着
这样一段文字：“在湖南脱贫攻坚伟大战场上，感谢您以热血赴
使命，以行动践诺言，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您是
精准扶贫的参与者，三湘巨变的见证者，脱贫史诗的书写者。”

手捧在十八洞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获得的精美证书，邱少
冰感慨万千：“三年前的2021年，我在结束驻村帮扶工作时，新
邵县委县政府给我颁发了一份精准扶贫纪念证书。这两本精准
扶贫证书，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

除了邵阳的每一位精准扶贫队员都有一份“精准扶贫，时
代答卷”荣誉证书永久性珍藏在十八洞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
还有其他许多精彩的邵阳元素被该馆收藏。

从2017年开始，湖南省实施贫困地区中小学校建设工程，
取名“芙蓉学校”，在全省72个县市区建设芙蓉学校100余所，
总投资89.95亿元，而在十八洞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展示的，是
洞口芙蓉学校孩子们欢乐跳绳的照片。

脱贫攻坚战中，14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湖南20个贫困县，
书写出感天动地的壮丽篇章，其中国家商务部帮扶城步的照片、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帮扶邵阳县的照片和湖南大学
帮扶隆回县的照片，一一出现在十八洞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

“看到那么多邵阳精彩照片出现在十八洞精准扶贫主题陈
列馆里，当时我感到热血沸腾！”一位曾前往十八洞参观学习的
邵阳市水运事务中心工作人员说。

在非遗传承道路上，两地姐妹携手共进

“我们用南板蓝根的汁液作为天然染料，扎好的白布染品
在充分浸泡染料水之后，刚拿出来时是绿色的，等接触空气后
才会氧化变蓝。”11月2日，位于十八洞村竹子寨院落“蜡的世
界非遗蜡染扎染体验馆”里人气火爆，工作人员正在向一群前
来研学的邵阳学员讲解非遗扎染技艺原理。

“这和我们邵阳县的蓝印花布很相似，也是蓝白花纹，也是
植物染料。”邵阳学员们七嘴八舌。

蜡染、扎染和蓝印花布同为中国三大传统纺织品染色工
艺。深重的蓝，纯净的白，两种最质朴的色彩，成为永不过时的
经典。

在十八洞和邵阳县，一抹“蓝”，不仅牵起中国非遗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也串起乡村人民的致富梦，更见证两地非遗传承
人的不解之缘。

“罗沙沙是我同学。”湘西非遗蜡染技艺传承人、湘西蜡的
世界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姚六菊热情地说，“我们俩经常交流
产品创新方面的经验，今年9月21日至23日，我们还在衡阳举
行的第十三届全省非遗博览会上见了面。”

2016年，姚六菊与邵阳蓝印花布传承人罗沙沙首次在北京
服装学院相遇，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磨砺自身“金刚
钻”，让家乡的民间瑰宝进一步发扬光大，走出国门、誉满全球。

学时装创意设计、做活性染料实验、交流非遗技艺发展心
得……两人在北京服装学院开设的非遗传承研讨班上接触到
了本领域国际国内最前沿的知识和课题，碰撞出众多创新灵感
和火花。

2020年，姚六菊专程来到邵阳县湖南蓝印文化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非遗工坊，与昔日的北京服装学院老同学罗沙沙深入
沟通：“非遗技艺传承不能靠单一保护。要想让现代年轻人接纳
它，创新必不可少……”

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各自努力，顶峰相见。姚六菊以“公
司+车间+农户”的模式，带动乡村振兴，其扶贫产业效益辐射
湘西多个乡镇。如今，姚六菊设计包含时装、家纺、玩具、饰品等
百余种蜡染扎染产品，让非遗产品回归人间烟火，融入百姓日
常；罗沙沙通过“非遗+研学+景区+文创”等方式，不断传承与
创新图样，把邵阳蓝印花布带出了邵阳，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目
前在长沙、张家界、韶山、凤凰、崀山、大理等21个城市或景区，
都设有邵阳蓝印花布产品展馆或销售点，年销售收入近5000
万元。与此同时，通过原材料种植、蓝印产品手工制作、开展蓝
印技艺培训等，罗沙沙带动 2000 多名当地群众共同创业、就
业、增收。

通过现代设计理念和市场需求的融合，湘西蜡染扎染和邵
阳蓝印花布等非遗项目，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传
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小小竹篾吊千斤，可怜姐妹相思情。千山万水一梦到，隔
山隔水不隔情。”姚六菊和罗沙沙共同用双方喜闻乐见的山歌
表达彼此的深切思念。“我一定要像姚六菊姐姐一样，把非遗传
承事业做成家乡父老乡亲的‘金饭碗’！”罗沙沙表示。

在日常交流交往上，两地群众更加密切

在北塔区江北大市场35栋一间敞亮的门面上，一块“圆梦
十八洞——水田河系列酒品”的原木招牌格外引人注目。每天
清晨，今年37岁的邓好都会准时打开店门，将新进的水田河系
列酒品从这里发往全市20多家分店。

“水田河系列酒品是湘西苗族传统酿酒技艺大师龙顺奇用
十八洞山泉水酿出的系列美酒，我信得过龙大师，更信得过十八
洞，所以主动要求做十八洞水田河系列酒品的总代理。”邓好说。

邓好1987年出生在邵阳市区，走出校门后前往湘西向龙
顺奇等酿酒大师学习酿酒技艺，期间邂逅一位美丽的保靖姑
娘，双方喜结连理。出师之后，夫妻携手回到邵阳从事水田河系
列酒品推广工作。

“‘水田河’的口号是‘咱们百姓的好酒’。我的经营宗旨是
牢记师父教导——‘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到最好的酒’。”邓
好表示。

由于物美价廉，诚实守信，如今“十八洞·水田河系列”连锁
店已经开始向邵阳地区乡镇一级市场发展。

“隆回滩头已经开了一家，隆回高平正在洽谈中。”邓好说。
“十八洞山泉水”是十八洞实现脱贫致富的另一拳头产品。

“十八洞山泉水面世之初，亟需打开销路，邵阳市是全省第一个
把十八洞山泉水列为各种会议用水的兄弟地市，对此，我们深
表感谢。”十八洞山泉水公司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我至少三次奔赴十八洞村，帮助当地村民发展精品瓜类
种植！”邵阳籍博士生导师、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全国著名瓜类
研究专家孙小武说，“根据调研，我在邵阳工作时研发的许多优
良瓜类品种，如小香玉等小果型西瓜，都特别适合在十八洞种
植和销售。”

“我到十八洞学习参观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忍不住在精
准广场吹了一曲木叶飞歌——《夜盼红军》，结果被当地群众和
当天游客团团围住，一连吹了十多首歌，直至天黑才散。”今年
75岁的共和国同龄人、城步苗族自治县退休干部杨光清介绍。
杨光清因为是多项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被人尊称为

“苗王”。同为苗家人，在十八洞村目睹苗民幸福美满的生活，他
怎能不借助木叶吐露心声？

今年年逾六旬的彭慧萍是绥宁县城人，从小爱到乡下亲戚
家玩耍，喜欢那里的木屋、火炉等。2020年春，她和一群广场舞
大妈前往永顺王村参加一个比赛，临时决定到十八洞参观学
习。“堂屋是平坦的三合土，两边的卧室要比堂屋高出一尺左
右，这样可以避潮；大家一起围着火炉烤火、聊天、吃饭、喝茶，
有着与众不同的温馨；酸辣椒、酸萝卜一把把从坛子里掏出来，
直接用手抓着吃……呀，都是我儿时的情景和味道！”本来只在
十八洞安排了半天行程的彭慧萍留恋当地的风情，硬逼着众多
姐妹们在十八洞住了一宿。

隔山隔水不隔情
——十八洞与邵阳的故事

邱少兵的“精准扶贫，时代答卷”荣誉证书。

▲邵阳籍全国著名瓜类研究专家孙小武在十八洞农家小憩


